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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过三年策划，汇集两岸作者与摄影师心血，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
书中有景点与热门吃喝玩乐场所的介绍，但它同时也掌握北京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变化，在变与不变里
，既有对胡同、四合院、老北京生活方式迅速褪失的哀哀之情，也抓住北京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的自在
宽容的城市氛围。
从古到今，北京吸纳五湖四海的人来到这里，而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缝隙来休养生息。
北京名人百种视角解读你所不知道的北京，书中更重文化性和娱乐性的风格，为人们展现更别致的生
存体验和生活情趣。
这是一本写北京的书，同时也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解读。
　　这是汇集内地、港台作者与摄影师心血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
这是继多年前的《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之后，台湾大块文化公司以同一概念推出的企划性书籍
，除介绍景点与热门吃喝玩乐场所外，也有对胡同、四合院、老北京生活方式迅速消失的哀哀之情，
抓住了北京几百年来自在宽容的城市氛围。
其作者群包括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小说家尹丽川与李师江、欧阳应霁、来自台湾的艺评家洪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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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丽川，作家，著有《十三不靠》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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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老秀水的故事/文 赵赵　　1989年左右吧，秀水市场悄然成形。
 　　当时“练摊儿”的，都是北京当地人，现在基本上全换作江浙一带的了。
问最早那批“摊儿爷”去哪儿了，不好说，但肯定是都发了大财，据说民间最早挣到百万的，就是秀
水街出来的。
　　从已经拆了的秀水街，到现在刚盖好的大楼，秀水市场都是集中了各阶层人民的购物场所。
从演员、模特，到白领、家庭妇女，都到秀水市场淘货。
尤其老秀水的假名牌，谁都知道是假的，但做得真像真的，一次有个朋友去买钱包，卖货的说了：“
五百，不能砍价——你看看，多像真的啊！
”假的也分等级，最高等是A货，能买到A货已经很幸福了，那几乎跟真的没区别。
我有个在网站当CEO的朋友，身上永远挂满名牌，但她悄悄说：“全部made in秀水，我一CEO，谁能
怀疑我穿的是假名牌，全觉得我倍儿有品位。
”至于她为什么那么有钱还穿假名牌，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苦孩子出身，会算计。
　　当年秀水街上的“摊儿爷”，没什么会英语的，所以好多外语学院的小孩，假期就到那儿勤工俭
学去，一个月挣一千多块钱没问题，那可是90年代初，算高薪了。
现在，“摊儿爷”不但能用英语砍价，还懂流利的俄语，现在俄罗斯人成为秀水的一支主要消费力量
，这是从前的“摊儿爷”所不齿的。
　　以前什么时候去秀水，永远是人挨人人挤人，如果夏天去买东西，无异于蒸桑拿。
不过二百多米长的两条街，爱出汗的能两个来回瘦下两斤去。
后来在“秀水”的北面又有两个小楼里开设了摊位，里面卖的东西更高档些，江湖人称“小灰楼”，
“小白楼”。
　　我认识一对夫妻，90年代初在动物园那边练摊儿，挣了钱以后搬到秀水，更加挣钱。
两个人一齐到南方进货，把大包小包运回京，挣的真是辛苦钱，但钱挣到手，人就不出意外地变了，
男的与女的离婚，另外成家，也不要孩子，女的也没说什么，除了孩子，也只留下了那辆早早买下的
“桑塔纳”，卖摊位的钱也归了男的。
最近听说，那男的买股票，钱都赔光了，想跟女的复婚，她拒绝了。
这并不意外，但意外的是，女的把世事看穿，什么挣钱呀，打扮呀，全放在一边，到公交公司当了一
名售票员，等着吃养老金了。
其实不过四十岁，年轻时极漂亮的一个人，现在如果肯打扮，追求者不会少。
但她就是算了，富过了，也穷过，什么都无所谓了。
　　老秀水街上，有好多这样的故事。
其实，真是值得写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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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看北京的一百种视角/陈冠中　　近年国内外写上海的书比写北京的多，令一些北京粉丝忿忿不平，其
实在北京是要看你降落在哪里，稍转向就可能找不到北。
芜杂，是因为头绪线索太多，你的北京可能不是我的北京。
我知道十多年前，很多老外直把偏东北的酒仙桥那边的丽都假日酒店当作是北京的城市中心，而我自
己在北京住了前后九年，至今还基本上离开朝阳区就算是出游———上述地点在不久前大多还是郊区
农地。
　　我们常看到上海人与北京人的反差对比，但现在谁是北京人呢，只能再做一个比较，连一个新字
都不够用，且不说三代在这里的老北京本身就需要细分，民国时期进京的人士是新北京人，1949年以
后来的已应算是新新北京人，再排下去，改革开放后进城的和扩市后的郊区居民应叫新新新北京人，
至于一些长住北京的外籍人，只能是“其他”北京人。
大家对北京的体验、记忆与期待是不一样的，我们真需要大量的论述，才能较像样地拼出一个北京的
临时图像。
　　来北京玩几天，然后去西安、拉萨的游客是幸福的，光是观光世界级的历史文物已不枉此行。
自命较认真的初次游客，譬如那些要去逛潘家园或非去利群吃烤鸭不可的文化客，也只需要翻一下《
孤寂星球》或本地《这是北京》每年度编的英文北京指南就够使了，可能已经是过量了。
　　但喜欢文化的重访者呢？
北漂呢？
在京住了一段时间，仍没感到熟腻者，如我呢？
我们知道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大场域，不管过去与现在如何毁它灭它，不管它有多少不足与讨厌，它还
是伟大丰盛的，作为基本知识，随随便便可数出一百个以上、非知不可的谈资，但我们往往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谁来照顾我们这些杂食者？
我们应看哪一本书？
答案是没有一本书，你要看的是很多本书。
　　《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是为文化杂食者而设计的，如满
汉全席的每一道菜都给你试一小口。
《化石》一节十一章，由中轴线写到北京的海，《天地》十一章，由看不见的隆福寺到沙尘暴的美学
，《人》十一章，由清华园和燕园到小脚侦缉队，《转变》十一章，由八大胡同到阳光灿烂、动物凶
猛的大院，《新》十二章，由新东方学校到北京血拼地图，《爽》十四章，由北京的香烟哲学到没有
招牌的酒吧，《飘》十章，由艺术家村宋庄到来自他乡的胡同串子，《隙缝》二十章，写到红门雕刻
时光盒子万圣迷笛马克西姆老莫高碑店潘家园⋯⋯可见选题之心思，兼顾着经典传统与当时得令，从
文字看，执笔者有地道北京人、学者、北漂与港台文化人，都不是在写导游，而是带功摆姿态的，每
人多少融入些个人视角，故不乏可读性。
　　当然，一百篇文章远不足说遍北京，何况，每群人的“一百”是不一样的。
　　《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拟出的是喜欢文化的重访者、北漂、在京住了一段时间仍没感到熟腻
者的“一百”。
　　老舍《四世同堂》小说里有个英国人叫富善先生，是个在京住了三十年、热爱一切旧的中国文化
的“北平通”，“他的眼睛变成了中国人的，而且是一个遗民的”，他最讨厌新的中国人和那些到北
平来旅行的外国人。
今天的富善先生应该看些什么书呢？
姜德明编的《北京乎》和邹仲之编的《抚摸北京》收集了最多文人写北京的文章，从上世纪初一直到
改革开放初期，相信在北京呆久了的人都会看得津津有味，不过里面很多作家是外来的，有些文章读
起来更有点夹生味儿，但这不影响这些文章的可贵，只是上几辈的富善先生们和京味遗老遗少，当时
恐怕还看不上。
　　谁也不敢包办北京。
　　林语堂在《辉煌的北京》中说，才住上十年就说了解这城市，是勇敢的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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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向说：“我在北平住三十年了，但是我不能说已经认识了北平。
”看北京真是一百种视角也不嫌多。
　　北京可写未写的更多得是。
譬如说，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我对此间生活一无所知，在北京却对官场留白，我反问自己还算
懂北京吗？
当然不算。
　　只是，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才有个当代的德龄公主（其实是郡主，1911年就写了《清宫二年记
》），或来个揭北京上流社会底的，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的再世张恨水？
奈何就是没人没文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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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过三年策划，汇集两岸作者与摄影师心血，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
书中有景点与热门吃喝玩乐场所的介绍，但它同时也掌握北京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变化，在变与不变里
，既有对胡同、四合院、老北京生活方式迅速褪失的哀哀之情，也抓住北京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的自在
宽容的城市氛围。
从古到今，北京吸纳五湖四海的人来到这里，而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缝隙来休养生息。
北京名人百种视角解读你所不知道的北京，书中更重文化性和娱乐性的风格，为人们展现更别致的生
存体验和生活情趣。
这是一本写北京的书，同时也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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